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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文化

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构建完善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举

措，也是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进入新时代，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重点推进面向广大群

众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近年来，宿迁市宿豫区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坚持文化惠民，打通公共文

化服务“最后一公里”，丰富了具有宿豫特色的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强化设施载体建设，服务功能显著增强。加大对地区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为群众开展丰富多彩

的文化活动提供载体和平台。一是建设标志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作为文化新地标的宿豫区大剧院正式启

用，文化惠民演出季期间，每个周末都有一场“大戏”，由国内一流的文艺团体为群众带来包括话剧、戏

曲、音乐剧、歌舞、交响乐等多个艺术门类的演出，有力增强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效能。宿豫区图书馆

完成升级改造，着力探索创新图书馆服务形式，区级“图书馆驿站”建成并投入使用，全区共建成 5个“小

镇书房”，成为具有宿迁特色的公共文化设施，扩大了群众阅读空间，推动了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建设。

二是乡镇（街道）、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逐步健全。宿豫区通过持续推进行政村、社区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建设工作，有力提升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截至 2018年底，全区建成行政村、社区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130个，农家书屋 136个，城市书吧 4个，小镇书房 9个，百姓舞台 4个，全区基层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实现乡镇、街道全覆盖，宿豫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显著提高。三是构建满足城乡居

民多元文化生活需求的公共文化设施。围绕打造“城市 15分钟文化圈”和“农村十里文化圈”，不断健全

完善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重点公共文化设施。宿豫区启动乡镇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试

点推广工作，利用城区公园、广场，新建一批民俗戏台、群艺舞台等群众文化活动场所，乡镇文化站、农

家书屋、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已全部免费开放。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已实现全覆

盖，区有支中心、各乡镇有基层点。

打造本土文艺盛宴，文化为民靶向精准。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坚持常态化开展以送戏曲、电影为

主的文化下乡活动，组织开展新春团拜会、“民俗迎春”系列活动、广场文化节、企业文化展演等群众性

文化活动，到 2018年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四届文化艺术节，每届以党的文化建设重点和人民群众的文化服务

需求为导向，组织文艺团体、群众力量围绕相关的主题开展活动，为人民群众奉献一场场精彩的文艺盛宴。

2018年举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宿豫区庆祝建党 97周年暨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千人大合唱、首届“舞



动宿豫”广场舞大赛、第二届“豫见好声音”音乐狂欢节等大型主题文化活动，现场及手机直播观看人次

超过 30万，成功打响宿豫文化活动品牌。同时，着力打造宿豫文化精品工程，文艺创作演出取得新成果。

持续开展两年一届的宿豫政府文学艺术奖评选工作，发挥政府文学艺术奖导向作用，促进优秀作品脱颖而

出。2018年，宿豫区完成文艺精品创作 25部，其中 2部作品进入省重点，12部进入市重点，3部作品荣

获“金鼎”文学艺术奖。宿豫城市形象宣传片《豫见精彩》引爆网络，点击量超千万，在优酷全国地方宣

传片排名第五。广播剧《爸爸》获评江苏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活化”历史文化资源，融合发展相得益彰。宿豫区注重将历史文化资源、传统地域民俗文化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寓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公共文化服务彰显宿豫文化特色。一是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和历

史文化资源挖掘相得益彰。结合井头泵站更新改造工程项目建设，宿豫区政府与市水务局以井头泵站为载

体，深入挖掘运河湾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改造和保护老泵站、油库、机修库房等重要水利文化遗存，新

建水利科技、水利文化、水利实物展厅及水利遗址公园景区，公园占地面积约 75000 平方米，形成了集水

文化体验、运河民俗文化消费与传播于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寓于公共文化服务

建设。每年定期举办全区特色民俗文化集中展演展示活动，组织参加省市特色文化艺术节等赛事，促进地

方特色文化交流，提升宿豫传统特色文化的影响力。在宿豫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民俗文化馆，用于展示传

统民俗文化和农耕文化，成为青少年历史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在江苏省第十二届“五星工程奖”评选中，

由宿豫区文广新局上报的苏北琴书《公仆颂》荣获曲艺类铜奖。“丁嘴跑驴”这一传统非遗项目成为宿豫

区廉政文化宣传的新载体，《参加廉政会》《贤内助》等富有时代特色的剧目被多次搬上舞台，走进社区、

企业、学校演出，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形式，传播了社会正能量。

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因地制宜提档升级。宿豫区立足“江苏生态大公园”的定位，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在农村乡镇中心街区建设集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便民服务为一体的“小镇客厅”，为基层群众的

文化生活搭建舞台，让群众可以自主参加文化活动。“小镇客厅”也成为集中展示小镇产业、文化、生态

特色的公共空间。譬如新庄镇的“小镇客厅”就是由原粮管所旧址改建而成，占地总面积 65亩，内设小镇

书屋，在保留原有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创新融入现代元素，目前已配备各类藏书 5万余册。“小镇客厅”

还设有乡情馆，总建筑面积 1440平方米，内部展厅设计元素共分 7个部分：小镇春秋、乡愁记忆、乡贤名

人、幸福小镇、小镇书香、小镇乡音、交公粮（场景）等，充分展现地方发展历史、乡音、乡情，留住记

忆，回望历史，建成后成为新庄镇重要的文化阵地。

推进体制机制建设，政策支撑不断完善。围绕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标准化，提升服务质量和效

能，宿豫区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一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统筹协调机制逐步建立。宿豫区成立了网格化

公共文化服务领导小组，统筹协调重大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重大公共文化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制定

网格化公共文化服务的各项推进措施，将全区各村居（社区）按照一定标准划分成为若干个网格，使之成

为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单元，把区域内所有人口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服务范畴，形成区、乡镇（街

道）、村居（社区）三级服务网络，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统筹协调机制逐步建立。二是公共文化服务的资

金投入保障逐步制度化。宿豫区先后出台了《民间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资金考核使用管

理办法》《城乡公共文化阵地建设以奖代投资金考核使用管理办法》《文化产业发展引导资金考核使用管

理办法》《文化人才内培外引奖励资金考核使用管理办法》《文化艺术活动以奖代补资金管理办法》《文

艺精品创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充足的资金保障，有力推进了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


